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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审批决定文件全文详见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 http:// www.mee.gov.cn/）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有关规定，经
审查，2020 年 5月 25 日-2020 年 6月 23 日我部对 4个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
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30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6556405、66556045（行政审批大厅）
传 真：010-66556428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15号
邮 编：100035

生态环境部关于2020年5月25日-2020年6月23日作出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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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关于北京燃气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LNG）应急储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长江上游朝天门至涪陵河段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宁夏宝丰集团红四煤业有限公司红墩子矿区红四煤矿及选煤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云南省文山州清水河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20〕68号

环审〔2020〕69号

环审〔2020〕81号

环审〔2020〕82号

发文时间

2020-5-21

2020-5-21

2020-6-15

2020-6-15

本报记者吴玉萍兰州报道 甘肃省生态
环境厅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数据管理平台
日前开通运行。这是一个包含省、市、县三
级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数据管理的平台，具
备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建设项目数据统一
管理、建设项目环评监督管理、建设项目信
息公开发布、环评业务数据资源交换、建设
项目移动监管、后台管理等功能。

据了解，这个平台是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积极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和甘肃省委、省政
府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环评“放管服”改革
及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信息联网报送等有关
工作要求而重点建设的，旨在推动全省环评

“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切实将“互联
网+政务服务”“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
办”“不见面审批”和环评审批“最多跑一趟”
改革成效落到实处、覆盖到全省。

平台建设内容包括《甘肃省环评信息公
开数据标准化管理制度规范》《甘肃省环评
信息上报数据规范》两个标准规范的建设。
一方面，可实现环评审批全流程自动化、信
息化和全省建设项目信息的全过程监管以
及对外信息的公开。另一方面，可实现全省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申请、受理、审批、办结和
公示等事项的一窗受理、全流程在线办理、
审批信息的实时联网报送和审批等数据的
多维度查询统计分析。这一平台的建成，有
利于提升建设项目管理能力，加大环评监管
力度，提高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公开水平。

平台建设，横向上为建设项目申报提供
渠道，与甘肃政务服务网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 对 接 ，将 全 过 程 信 息 统 一 交 互 上 报 ，为
环评机构、企业、公众提供“一窗办理”式
服务。纵向上通过建设项目数据上报，实
现省、市（州）、县（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建设项目数据的汇总收集，减少重复性数
据 对 接、提 高 数 据 的 复 用 性 及 共 享 性 ，实
现 环 评 审 批 信 息 数 据 的 全 过 程、规 范 化、
精 细 化 和 智 能 化 管 理 。 进 一 步 简 化 优 化
环评审批公共服务流程，便于全省范围内
的建设项目统一管理和建设项目环评监督
管理，极大提升全省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监管
能力和环评监管力度。

据甘肃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全省需要开通在线办理的地区共
计 95 个，已完成事项更新的地区 92 个，完成
率 97%；已提供在线办理地址的地区 91 个，
提供率 96%；已开通在线办理功能的地区 91
个，总体开通率 96%，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全
省 14 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全部开通，并在
全省各市（州）、县（区）开始试运行，全省已
在环评审批及数据管理平台办理和填报的
项目累计 314个。

甘肃建成省市县三级共享平台

环评审批及数据管理一网搞定

◆本报通讯员朱洪涛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创新执法信息
化手段，推出全新的生态环境移动执法
系统，实现了执法全员信息化、全业务信
息化和全流程信息化目标，为助力打赢
首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力科技支
撑。自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5 月，系统
累计生成执法记录 8 万条，发现各类生
态环境问题 8000 余个。

通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
库实现全面监管

移动执法系统打破了市、区两级生
态环境执法部门界限，畅通了任务分配
渠道，将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凝聚为
一个整体，以市环境监察总队为作战指
挥部，号令一出，全军皆动。

2019 年底，为确保决胜污染防治攻
坚 战 ，总 队 制 定 了 2020 年 执 法 重 点 工
作，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分解细化
为 39 项专项执法任务，全部通过移动执
法系统下发至各区，并明确任务完成时
限和要求，通过系统全程追踪各项任务
进度和违法问题处理情况，确保全市执
法工作有序开展。

数据是执法业务开展的基础性资
源。移动执法系统通过高效采集、有效
整合多源数据构建了生态环境监管信息
库。其中，污染源库、人员信息库和执法
任务库三大基础数据库满足了污染源信
息查询、人员管理和执法业务数据报送、
分析、共享的需要。

此外，系统对接了污染源自动监控
数据，实现了全市重点污染源联网单位
在线监控数据查阅和任务督办，实现了
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执法检查二合一；对
接了排污许可数据，为全面实现依证执
法奠定了基础；对接了热点网格系统数
据，基于大数据实时掌握全市污染排放
情况，为空气重污染应急和分析区域空
气质量变化成因提供了科学依据，助力
实现精准执法；对接了建设项目审批数
据库，完成全市 7000 余个未验收项目的
全收录，实现了建设项目全面有效监管。

形成44份现场执法检查
单，实现动态更新

履职尽责和廉洁执法是生态环境执
法工作的两个基本点。系统围绕行政检
查权力清单，关注综合执法改革新划入
职权，合理制定形成了大气、水、土三大
领域和重点行业共计 44 份现场执法检
查单，并实现动态更新，做到执法事项全
面覆盖、应查尽查、不重不漏。

系统还将廉政风险防控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执法队员打开执法 APP 就能
看到廉政警示标语，实现廉洁执法警钟
长鸣。此外，执法队员每次执行任务须
登记执法车辆，且实时定位。执法完成
后将由检查对象在系统中填写廉政调查
问卷，并记录归档，切实做到“平安出行，决
不公车私用；文明执法，杜绝吃拿卡要”。

效率和质量是执法工作的一体两
翼。移动执法系统由一个管理平台统领所有执法终端，任务发布快捷，
网络传输顺畅，执法队员瞬间响应，即刻出动。

此外，系统更着眼了多处细节上的技术提升，如扫描企业营业执照
二维码或拍照识别企业名称，即可获取污染源信息、导航式流程指引、
勾选式检查单、语音录入检查意见、即时摄录上传音视频资料、电子签
名、微信分享执法记录等，在所有环节做到分秒必争，实现了一次执法
全流程操作 5分钟内即可完成。

建立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实现多维度质量把控

质量把控一直是执法业务管理的重点和难点。系统创造性地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基于污染源信息完善情况、执法清单
填写情况、检查发现问题情况、证据资料充足情况等指标，完成对每条
执法记录自动打分，并结合专项任务办理时限、人员出动人次、人均执
法量、质量指数等指标，实现了对“执法记录—执法任务—执法人员—
业务单位”的多维度质量把控。考评机制贯穿任务发布、执行过程、查
询统计、数据分析的全流程，极大提升了执法质量和水平。

在任务分配方面，为落实国家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的要求，系统将“双随机”模块作为一种基本的任务分
配方式，引入日常监管执法任务中，取代原有的巡查制，避免随意检查，
提升了执法公正性。

在执法数据分析方面，系统以执法任务的量化数据为基础，结合污
染源排污数据及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形成了执法效能感知、问题成因分
析、行业及区域污染预警等智慧分析模型，推动决策方式从“业务经验
驱动”向“数据量化驱动”转型，显著提高了生态环境监管执法的准确
性、主动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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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靖西新靖镇旧
州村在相关单位大力
支持下，经过多年打
造，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晚上夜景更胜一
筹，成为名副其实的
3A 景 区 。 图 为 6 月
21 日 晚 旧 州 村 华 灯
齐放，以文昌阁为中
心的景区大放光彩。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黄昌华 通讯员
陈颖昭 谢凡报道 湖南省生态环境
厅与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网湖南电力）日前共同
举办生态环保·湖南电力工作联动
暨电力环保智慧监管平台上线发布
会 。“ 湖 南 省 电 力 环 保 智 慧 监 管 平
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湖南污染
防治攻坚战向信息化作战迈出新的
一步。

湖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于 2019 年
底与国网湖南电力就运用电力大数
据服务污染防治攻坚战达成一致意
见，双方组成专班，克服疫情影响，历
时 5 个多月，顺利建成监管平台（一
期）并投入试运行，初步实现对全省
16 家主要发电企业的环保设施全过
程监管和 5407 家典型工业企业的用
电监控。

据了解，平台基于国网湖南电力
企业中台建设，采用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分为发电企业、工业
企业两大板块，包括污染物与能耗监
测、环保电价计算、工业企业用电监
控、停限产辅助分析、环境执法预警
等九大功能，实现了环境数据全采
集、运行监控全过程、监测分析全场
景、监督服务全方位的环保智慧监管
目标，是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
创新举措。

这个平台的上线运行，将为生态
环境部门和发（用）电企业提供环保
数据共享平台、环保技术交流纽带和
环境监管智能助手，实现重污染天气
下错峰生产的远程监控和智能决策，
让监管执法更智慧、更精准、更高效。

发布会上，国网湖南电力介绍了
监管平台的建设情况和主要功能；湖
南省生态环境厅与国网湖南电力就
加强监管平台建设、深化环境保护合
作等事项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并开展了监管平台应用培训。

湖南电力环保智慧监管平台上线运行
实现对全省主要发电企业环保设施和 5407 家企业用电监控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道 黑龙江
省黑河市渔民日前在黑龙江意外捕获一条约
300斤的达氏鳇，经精心救治后已放归自然。

近年来，鱼类“指示特种”频繁在黑龙江
省出现，是水质好转的最好佐证。黑龙江省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黑龙江省

“四大水系”干流水质优良，为鱼类提供了良
好的栖息环境。

6 月 10 日，黑河市爱辉区幸福乡长发村
渔民在黑龙江正常作业时，意外捕获一条大
鳇鱼。经现场勘验，这条鱼叫达氏鳇，雌性，
体长 2.9 米，体重约 300 斤，推算已经生长 60
年以上。

达氏鳇的背鳍有划伤，腮腺出血，尾部还
有陈旧伤，爱辉区渔政部门将它运送到黑河
鲟鳇鱼养殖中心临时救护点进行暂养救治。
黑龙江省渔业渔政局也第一时间选派专家赶
赴黑河，对达氏鳇的救治进行指导。经精心
救治，这条达氏鳇已经可以自由活动，每天有专
人 24小时看护它，并按时换水、测水温，做好记
录。6月20日，这条达氏鳇被放归大自然。

达氏鳇素有“水中活化石”“水中熊猫”之
称，是黑龙江流域的珍贵鱼种，也是淡水鱼类
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与中华鲟是同一类
群，对水质和环境的要求较高，也是水生旗舰
物种和指示物种。

近年来，鱼类“指示特种”频繁在黑龙江
省出现，这印证黑龙江省水生生态系统完善，
水质好转。

据悉，为加强“四大水系”水域保护，黑龙
江省加密监测网络，启动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治，积极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优先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加快推进户用卫生厕所建设
和改造，对于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和人口流
失严重的村庄，重点加强生活污水管控，避免
污水横流。目前，沿江的化工、制药、焦化等
企业大多已经撤出，为水生生物创造了良好
的栖息环境。

中俄界河又现
“水中熊猫”

良好水质为鱼类提供理想栖息地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重庆市
生态环境局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日前
联合印发《2020 年打赢蓝天保卫战联
动帮扶工作方案》，明确 6 至 12 月川渝
两地要强化川渝地区臭氧、PM2.5 和移
动源污染协同防控，突出毗邻地区及
传输通道城市，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大气污染防治
联动帮扶，切实解决影响两地空气质
量的突出问题，确保完成空气质量改
善目标任务。

帮扶范围涉及重庆市北碚区、渝
北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
区、大足区、荣昌区、双桥经开区，四川
省泸州市、内江市、广安市、达州市。
其中分 4 个重点区域开展：广安市—北
碚区、合川区，达州市—渝北区、长寿
区，泸州市—江津区、永川区，内江市
—荣昌区、大足区、双桥经开区。

方案指出，在生态环境部西南督

察局指导下，川渝两地要落实《深化川
渝两地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协议》，组织
毗邻地区城市生态环境局，对重点区
域、重点行业、重大问题开展联动交叉
帮扶。

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重庆市生态
环境局总协调下，成立4个重点地区生态
环境局分管局领导任组长、相关人员参
加的帮扶工作组，对毗邻地区每月开展1
次-2次交叉帮扶。污染天气下加密联动
帮扶频次；预测轻度污染天气将持续 3
天时，各组组长要强化开展相关区域
联动帮扶；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
时，两省市生态环境厅（局）统筹调度
和协调指导相关区域联动帮扶。

在两省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指导下，开展毗邻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现场执法、联合执法，加强大气污
染违法行为移交和依法查处，严厉打
击各种跨界污染违法行为。

方案指出，要帮扶毗邻地区“散乱
污”企业综合整治和重点工业源、重点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重点帮扶
钢铁、水泥、化工、火电、砖瓦、玻璃等
重点行业和燃煤锅炉、工业炉窑治理
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检修等。

用好西南和两省市空气质量监测
预报平台，实现川渝城市空气质量数
据共享，共同应对重污染天气。

方案强调，要严格落实组长负责
制，组长全面负责本组联动帮扶期间
各项事务和管理工作，严格落实帮扶
时间和内容要求，做到分工不分家。

要强化调度通报，两省市生态环境
厅（局）定期通报联合帮扶工作情况，组
织召开会议，推进突出问题解决。

要加强移送整改，对联合交叉帮
扶发现的大气污染问题，及时按程序
移送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处理，并抄送
两省市生态环境厅（局）。

川渝联动交叉帮扶协同治气
毗邻地区每月开展 1至 2次，紧盯臭氧、PM2.5和移动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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